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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五国头城”。

冬日的寒冷，给了北大荒人得天独厚的生活趣
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北人就地取材，利用气
候寒冷的自然条件，造起了冰灯，尤其是每年过年
的时候，哥哥就会忙活着做冰灯。

哥哥非常喜欢制作冰灯。他制作的冰灯与别
人不同，别人只会用一种工具做模子，而他做的模
子却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或长或圆，或方或
扁，凡是能充当冰灯模具的，他都用上。哥哥手勤
脑快，平时喜欢“小打小闹”，叮叮当当做些铁皮
活。平日帮助别人做铁皮活裁下的边角余料，他都
搜集起来，能做圆桶的做圆桶，可做方型盒子的做
方型盒子，既不够做圆桶又不能做方型盒子的干脆
做个扁型槽子，一到年根儿，哥哥的那些圆桶方盒
子的模具，就派上了用场——制做冰灯。他制作的
冰灯很有味道，先是把水调成各种颜色，以红钢笔
水调成橙色、赤红、大红；以蓝钢笔水调成天蓝、藏
蓝、淡蓝。调好后倒进严丝合缝的模具，一件件摆
到窗外，等待它们封冰的时刻。

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早饭，再看那模具里的水
都结成了冰，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待到这时哥哥开
始起模子。起模子的水不用太热，太热冰化了前功
尽弃；又不能过凉，过凉化不开模具与冰的隔层，需
一点点试验着。他把锅里的热水倒进洗衣盆，用手
先试下水，觉得温度可以了既不烫手又不冰手便把
冰灯的模具翻转着浸入盆中，见盆里的模具不冰手
了立即捧出，然后迅速地用手一磕底部，一个冰灯
的模型“出溜”一下掉出来了，就这样以此类推，直
到做完为止。老实说，做这样的冰灯是很费事的，
哥哥从早饭后开始一直忙到天黑下来才做完。

实心的冰灯还须把中间抠个眼，能放进蜡烛这
样才算完工。哥哥抠的冰眼与别人不同，他说：“手
巧不如家什妙，老弟你把着冰灯，我用手摇钻抠
眼。”说着他找出手摇钻，钻头对准冰灯的中心，用
手抓住钻柄轻轻一摇，然后再用凿子扩大空间，一
个冰灯就做好了。我数了一下，哥哥总共做了9个
冰灯，钻冰灯眼的时间也只有几袋烟的功夫，利落、
干净、好看、像样。父亲在一边看了点着头说：“你
哥干这活像干庄稼活一样，割高粱别人拿两三根耍
叉，他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五六根，回身就是一梱。
割麦子他在麦穗上打腰子，一刀下去就是一梱。，别
人羡慕得直啧嘴，可就是学不来。这做冰灯我看也
够一说的了，人家只用‘喂得罗’，做出来一大块，还
是白的。他倒好，把平时干铁皮活的边角料镶在一
起，冰灯‘千奇百怪’还啥色都有，我看在咱乡下还
是第一份呢！”

看着哥哥的冰灯，我好奇地问：“哥，啥时上灯
啊？”，“着急了？今天晚上就上，让你看看冰灯的秀
色。”他说完，把冰灯一件件摆到窗台上，然后让我
跑腿去供销社买蜡烛。供销社就在村的东头，拿了
一元钱买了20根细蜡烛，回来饭也没顾上吃，催着
哥哥上灯。哥按着灯的高低大小分别把蜡烛断开，
然后坐在灯心里，9盏灯象征着“久天”莅临。当哥
哥点上灯的瞬间，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太美了！
红白蓝交相辉映，五颜六色，玲珑剔透，把整个院子
都照亮了，惹得上下屋、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都出来
看灯，纷纷询问：“这灯是谁做的，这么好看，还带颜
色，真是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冰灯！”我说：“还能有
谁？是我哥呗！”听我这么一说，上屋的大爷急忙
问：“老二，你咋想出来的？”哥把狗皮帽子正了正：

“无非是白水兑点色呗，费点事。”
那天晚上，我连饭也没吃，戴着狗皮帽子，穿着

絮乌拉草的胶皮鞋一直在外边看着，直到蜡烛燃没
了，我才回屋睡觉。哥说别因为看灯冻坏了，我说：

“我身体好着呢，上下学都不怕冻。”说是这样，其实
那天把脸冻肿起来了，好些天才消肿。

哥哥做彩色冰灯的事不胫而走，传到村长的耳
朵里。村长姓姜，有个没出嫁的姑娘，那姑娘虽然
个子不算高，倒也秀气，看中了哥哥，于是托人找上
门来。妈一看这是好事，好事成双，问哥咋样？哥
笑了，就这样那姑娘后来成为我的嫂子。

哥哥做冰灯出了名，还娶了嫂子，那以后每逢
春节他除了忙于剃头匠工作，总要做上几盏彩色的
冰灯，即使后来有了电灯的日子，也是如此。后来，
哥哥“走了”——走的时候正是冬月腊月，想到他一
辈子与冰灯结缘，我们学着他做冰灯的样子，用水
桶装上水做个冰灯，放在他的墓地上。看着那灯，
我仿佛看着一颗流星，在浩瀚的宇宙，划破夜空照
着哥哥上天堂的路！

哥哥的彩色冰灯
□于德深

彩色的冰灯。

一个春节假期的功夫，歌曲《依兰爱情故事》火了。作为电影
《你好，李焕英》的片尾曲，它极具东北民俗味的歌词和曲调引发
了观众极大的兴趣。

歌名为什么是《依兰爱情故事》？那是因为歌曲的词曲作者
方磊是依兰人，而这首歌就是他在依兰获得灵感创作的。

依兰在哪儿，是个怎样的地方，是否也如这首歌般鲜活、有
趣、重情意又冒着烟火气？人们对依兰的好奇就如这首歌的魔性
旋律般萦绕于心。

“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
南十六州”形容的就是依兰。
依兰原名三姓，满语为“依兰哈
喇”（即：依兰为“三”，哈喇是

“姓”）。据《三姓志》载：清初，
松花江中游分别有赫哲人数十
户或百余户居住。据另一份史
料记载，“嗣以胡氏徙居宁古
塔，只余卢、葛、舒三姓，遂呼斯
地为三姓”，简称“依兰”。

依兰隶属于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从哈尔滨坐上高铁，不到
两小时便可到达。进入县城的
路上，途经县标广场，县标中那
个骑马立于峰顶的就是后来成
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
哥帖木儿。他出生于依兰，奠
定了建州女真的基业，为后来
的满清崛起奠定了根基。清朝
建立后,以猛哥帖木儿为开山肇
祖,他被追尊为大清肇祖原皇
帝，因而依兰又有“龙兴之地”
的美誉。

依兰是黑龙江省六大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1950年发现的
倭肯哈达洞遗址，将依兰县人
类活动史定格在 6000年前，自
唐代建制以来从未间断。县域
内现存 194处古迹，其中国保
单位一处，省保单位 11处。漫

步依兰，近 300年历史的慈云
寺等百年古建随处可见。

但是，来到依兰必须要去
的还是“五国头城”景区。史料
记载，生女真人在松花江沿岸
直至乌苏里江口，建立了五个
部落联盟，史称“五国部”。依
兰县依兰镇中“五国头城”遗
址是当时“五国部”中的越里吉
部。因其位于“五国部”的西
部，并为五国联盟部，故被称为

“五国头城”。
“五国头城”景区呈矩形，

周围有古城墙，四角各设有角
楼。正门为古城牌楼，两层重
檐，雄浑古朴，气势恢宏。“五国
头城”景区中的“坐井观天”园
形象地重现了流传了 300余年
的宋代“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
传奇故事。如果你以为徽钦二
帝真的坐于井中，那你就错
了。当年徽钦二帝在金兵的押
解下，于农历九月初二那一天
到达了依兰县“五国头城”。
徽钦二帝住的是地窨子，在宋
人看来，那半地下式的住所，如
同地窖，与井相似；而女真语墙
的发音是“发地任”，快讲就像

“井”。后来，这个故事口口相
传就变成了“坐井观天”。

千年古城的尘封往事

依兰，抬头望山，低头见水，
这里的山山水水写满了大自然
的神奇。

七月的天，你能在山里看到
冰川。依兰县境内的丹清河林
场是全省闻名的森林之乡。这
里有一处冰川峡谷，由于特殊的
地质条件，冬季连绵不断的山泉
水在幽静的山谷里不断冲刷，结
成了数十米的冰川。但是春暖
花开后，冰川并未完全融化，此
奇景可一直持续到七月中下
旬。盛夏时节谷外酷暑难耐，谷
底却寒气袭人，“银川”与绿树相
映，幽谷与飞鸟成趣。

森林之中，你会寻到行星撞
地球的印迹。2019年，中国科学
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在我省中部发现了一个新的陨
石坑, 它就是依兰陨石坑。陨石
坑大部分区域被茂密的森林植被
所覆盖，陨石坑内充填的花岗岩
角砾中矿物冲击变质证据的发
现，证实了陨石坑的撞击成因。
依兰陨石坑是继辽宁岫岩陨石坑
之后，在我国发现的第二个陨石
坑。依兰陨石坑是由陨石撞击坑
和冰川遗迹合二为一的地质奇
观，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依兰人正在将陨石坑开发
为新的旅游打卡地，山中有修好
的栈道和观景台，登上观景台
后，你就能望见直径约 1850米、
深度约260米的陨石坑全貌。

在依兰县城东，有一个东山
怪坡，全长120米，呈5度斜坡，西

高东低走势。汽车在坡下熄火
后自动上行，且越跑越快；而骑
自行车的人下坡蹬起来，却比平
时费劲，不用力蹬车，自行车就
要倒行，上坡时却不用蹬就自动
滑行。这一奇特的地质现象吸
引了无数游人到此游览，亲身体
验怪坡之奇。东山怪坡与国内
另一处沈阳怪坡相比，无论是坡
长、坡高及物体在坡上的移动速
度都比沈阳怪坡更大，是一处难
得的奇观。

依兰是松花江、牡丹江、倭
肯河、巴兰河四水交汇之处，县
域内有两江两河百余条水系。
这里的巴兰河漂流拥有“中国北
方第一漂”的美誉。巴兰河位于
小兴安岭南麓，丹清河景区腹
地，由山间泉水汇聚而成的，横
贯迎兰朝鲜族乡全境，在该乡以
东2公里处汇入松花江。在巴兰
河中放筏漂流，纵情山水，会让
人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烦恼。

依兰位于小兴安岭、张广才
岭、完达山脉三山聚首之地，是
全国一类富风区，风力开发规模
位居全省各县之首，已完成装机
并网50万千瓦，是国家首批绿色
能源示范县。

“五国城”、“土城子”、“靖边
营”等省级文物保护遗址，坐井
观天园、慈云寺、财神庙等人文
景观，让依兰在黑龙江省闻名遐
迩。历史厚重，文化璀璨，依兰
曾经的辉煌积淀出底蕴丰厚的
城市文明。

山水之间的奇迹奇事

依兰县北，小兴安岭南麓
的四块石，是依兰县内最高
峰，海拔 980米。这里不仅有
巧夺天工的北天门山、鬼斧神
工的“一线天”、惟妙惟肖的骆
驼峰，还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
的秘密营地。抗联第三、四、
五、六、八、九、十一军都曾在
这里活动过。

1936 年，抗联第三、六军
在四块石建立了后方基地，这
里成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
机关驻地，也因此留下了阻击
石、六军医院、于保合烈士墓、
军马场、抗联井等抗联遗址。

阻击石是抗联第三、六、
九、十一军战士阻击敌人的重
要战场，1936年至 1938年间，
此处成功阻击敌人进攻三十
余次，歼敌数百人。

抗联第六军医院是山上
的一个天然山洞，1938年4月，
抗联第六军帽儿山医院被日
军破坏，伤员被安置到此山洞
作为临时医院。这个山洞虽
地面不平，但冬暖夏凉，当时
有8名女同志照顾和护理前方
送来的伤病员。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临时
会议室是一个由巨石形成的
天然场所，抗联第三、六、九军
将这里当作一个临时会议室，
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周保
中、戴洪滨、于保合等同志曾
多次在这里召开过重要会议。

抗联井是 1935 年中共北
满省委书记冯仲云和秘书崔
清洙选择机关地点时发现并
组织挖掘的，井深 10余米，井
内大部分为山泉水。这口井
也成了当时中共北满临时省
委的重要水源。

1986年，依兰四块石抗联
遗址被黑龙江省政府确定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
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四块石上的红色故事

依兰陨石坑。

依兰县全景图。

依兰小城故事
□赵宇清

龙头新闻·妙赏


